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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业工程博士学位授权点建设年度报告
（2024 年）

一、学位授权点基本情况

（一）研究方向

近 40 年来，学科立足江南，面向全国，以南方矿区为主要

工程背景，开展了卓有成效的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逐渐形成了

如下 5 个稳定的研究生培养方向：

（1）矿物资源开采方向：主要研究煤矿开采、非煤矿山开

采、煤与瓦斯共采等新理论与新技术等，重点是矿山智能开采、

绿色与充填开采及复杂难采矿体开采等方法与技术问题。

（2）岩石力学与岩层控制方向：主要研究岩石力学、矿山

及地下工程岩层控制、边坡稳定控制理论与技术，重点是深部采

场与巷道围岩控制、地下工程岩层稳定控制等内容。

（3）矿山灾害预防与控制方向：主要研究煤与非煤矿山各

类事故的预防与控制，重点是煤与瓦斯突出、矿井水害、矿山岩

层失稳的致灾机理与防治技术。

（4）矿物加工与综合利用方向：主要研究煤炭选洗、矿物

资源选矿与加工、煤化工与煤炭资源清洁利用，以及固体废弃物

等多种资源的综合利用。

（5）矿山环境保护方向：主要研究矿山开采沉陷控制与减

沉以及环境友好型矿山构建及生态修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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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师资队伍

矿业工程学科是我校发展历史最悠久、学科力量最深厚、专

业特色最鲜明的学科之一，矿业工程一级博士学位授权点共有教

师 55 人，其中在编工作时间 2 年以上的专任教师共 48 人，其中

教授职称 22 人，副教授 19 名；硕士研究生导师 36 名，近三年

具有招生资格的博士生导师 22 人，45 岁（含）以下指导教师 28

人，占总数的 58.3%，具有博士学位教师占比 97.9%；具有非本

单位教育经历教师占比 97.9%；具有副教授以上职称教师占比

85.4%，海外经历教师 6 人，具有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2 人、

教育部高等学校矿业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 1 人、湖南省

121 创新人才等称号 3 人、湖南省“百人计划”特聘教授 1 人、

二级教授 5 人、湖南省青年骨干教师 5 人，中国高被引学者 1 人、

矿业石油及安全领域青年科技奖获得者 2 人。在研究生人才培养

方面，涌现了一批德才兼备的指导老师和教学团队，如王卫军教

授、赵伏军教授等荣获湖南省优秀研究生导师、“绿色开采与岩

层控制教学团队”荣获湖南省优秀研究生教学团队。赵延林老师

带领组建了芙蓉计划省企业科技创新创业团队。

（三）培养条件

湖南科技大学矿业工程学科始建于 1978 年，是原煤炭工业

部在江南地区设立的唯一的矿业工程学科，为湖南省“十一五”、

“十二五”重点学科和湖南省优势特色重点学科，2005 年获一

级学科硕士学位授予权，2013 年获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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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获批矿业工程博士后科研流动站，2013 年、2016 年、2020

年采矿工程专业先后三次通过了教育部工程教育专业认证，为国

家和湖南省双一流建设专业。

经过多年建设，矿业工程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的师资力

量较雄厚，教学与学科平台多。除专门设有 9 间研究生工作室可

供在校研究生学习与科研外，还配有专门研究生教学用房。学科

拥有深海深地矿产资源开发技术与装备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南

方煤矿瓦斯与顶板灾害预防控制安全生产应急管理部重点实验

室等省部级平台共 12 个。学院与政府部门以及多家知名企业签

订多项研究生合作协议，共同搭建研究生就业实习基地，协同育

人平台，开展多维融合成果丰硕的实践育人活动：与湖南攸县共

建公共安全与应急管理研究中心和研究生培训基地；与楚湘建设

工程集团有限公司联合组建智能矿井建设湖南省研究生培养创

新基地；以研究生为主研人员组建了芙蓉计划省企业科技创新创

业团队：湖南楚湘矿建灾害创新创业团队。

矿业工程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具有良好的教学、科研条

件，在实验设备、图书资料、信息技术方面，能满足持续、稳定、

高水平的教学、科研工作需要。多年来经过不断的发展，学位授

权点在教学和科学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其中一些科研成果已达到国内领先水平。

本学位点的实验室总面积达到 5000 余 m2，仪器设备总值达

到 7000 余万元，拥有 MTS815 多功能岩石力学实验系统、大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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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三轴多功能物理模拟装置、岩石动静组合荷载试验系统等 20

万元以上仪器近 200 台件。学校纸质图书达到 220 万册、中文期

刊 2700 余种、外文原版期刊 164 种；订阅了中国知网、Elsevier

Science Direct 数据库、Springer Link 全文数据库和 WOS 数据

库等各类中外文数据库 65 个，还包含了 21260 种中文全文电子

期刊，8036 种外文全文电子期刊、103 万册电子图书。学院还有

专门的资料文献室，配置了矿业工程及相关学科的图书资料。

二、年度建设取得的成绩

（一）培养制度不断完善

2024 年度，先后制定了《湖南科技大学资源环境与安全工

程学院 2024 年“硕博连读”制和“申请-考核”制博士研究生考

核工作方案》、《湖南科技大学资源环境与安全工程学院 2024 年

“普通招考”制博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复试录取工作方案》。

（二）积极引进与培养高层次人才，师资队伍建设取得明显

成效

2024 年，矿业工程学科新进专任教师 2 人，学位点共有专

任教师 55 人，其中在编工作时间 2 年以上的专任教师共 48 人，

目前 45 岁（含）以下研究生指导教师有 28 人，具有副教授及以

上职称教师占比 85.4%。新增湖南省科技创新领军人才 1 人、二

级教授 2 人、湖南省优青 1 人、“荷尖”人才 1 人；1 名教师晋

升副教授，另有 1 名教师晋升教授，赵延林教授荣获湖南省科技

进步二等奖、余伟健教授带领团队荣获全国煤炭行业教学成果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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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奖；成立了赵延林老师带领的芙蓉计划省企业科技创新创业团

队。目前，学科师资队伍不断优化，形成了传、帮、带团结合作

的教学科研团队。

（三）科研水平与成果不断提高

学位点注重提升科研水平。2024 年以来近总到账经费

1883.07 万元，纵向项目共立项近 13 项，其中新增省部级以上

项目 11 项，新增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3 项，其中 1 项为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区域创新发展联合基金项目，纵向项目累计到校经费

849.37 万元；横向项目立项共计 19 项，横向项目累计到校经费

1033.7 万元，专任教师人均科研经费 39.2 万元/年，其中年均

纵向到账经费 17.69 万元/年。2024 年以来，新增 36 项授权发

明专利，公开发表科研论文 60 篇，其中被 SCI、EI 收录论文 40

篇。专利成果转化经费总额合计 163.6 万元，其中《在建溜破系

统抗岩石冲击的封堵结构及其施工方法》等三项专利已转化，其

转化金额为 157 万元。相关研究成果荣获湖南省科技进步二等奖

与省部级教学成果二等奖。

（四）加强过程管理，全面提升研究生培养质量

2024 年，择优录取矿业工程硕士研究生 46 人，其中矿业工

程学术型硕士 16 人、资源与环境类专业硕士 30 人。同时，完成

了矿业工程学科博士研究生的招生复试工作，共录取 15 名博士

研究生。开展了 2024 届硕、博士研究生的学位论文预答辩、查

重、论文答辩和毕业等工作；其中 12 名同学通过了博士答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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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了硕、博士研究生的学位论文中期检查、中期考核和开题工

作；完成了 2024 级新生入学研究生的个人培养计划制定，按教

学环节进行了公共课与基础课的教学。

本学年，学生积极参加学术活动。湖南省第十七届研究生创

新论坛“智能科学技术与装备”分论坛中论文获奖人数为 30 人，

其中一等奖 9 人，二等奖 13 人，三等奖 8 人；陈伟的学位论文

被评为湖南省级优秀博士论文，吴昊、谭涛、邓敏的学位论文被

评为湖南省级优秀硕士论文；硕博士按期毕业率达 92%。

注重学位论文全过程综合训练，实行学位论文学院集体开题、

中期检查、预答辩制度。要求研究生就学位论文选题的研究现状、

文献检索、论文工作的预期目标、工作进度等进行计划和论证；

重视培养研究生的研究能力，鼓励研究生参与导师的课题研究，

重视研究生论文选题的创新性。

（五）积极推进研究生课程建设与培养模式改革

积极推进研究生专业课程建设与培养模式改革，“地方高校

因地制宜探索矿业类高层次人才培养模式与实践”获 2024 年煤

炭行业教学成果奖（研究生）二等奖。

（六）举办系列学术讲座，营造学术氛围

2024 年，本学科承办了“第二十三届全国科学采矿与矿压

理论会议”、“全国煤矿安全、高效、绿色开采与支护技术新进展

研讨会”等国内外有影响学术会议 2 次，研究生参加学术会议合

计 160 人次。同时，学院积极为研究生搭建具有高起点和前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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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宽领域学术交流平台，邀请校内外专家学者来院做学术报告

11 余场。通过讲座，学生们了解了专家学者的研究思路、研究

方法和研究成果，拓宽了学生的学术视野，激发了学生的创新思

维。学生们还从中感受到专家学者们探求真知的执著精神。

（七）鼓励创新，修订博士研究生毕业学术成果要求，学位

论文质量全面提升。

从 2024 年开始，本学位点博士研究生毕业要求：至少须在

矿业工程学科专业领域的 SCI、SSCI、EI、CSCD 期刊发表论文 3

篇，其中至少 1 篇为学校认定的重要期刊；或者在学校认定的

SCI、SSCI 一区期刊发表论文 1 篇。授权发明专利按 CSCD 论文

认定，但不超过 1 项。

2024 年矿业工程学术型硕士学位论文抽检率为 10%，评审结

果均为同意答辩；获湖南省优秀硕士学位论文 3 篇。12 篇博士

学位论文通过匿名评审顺利毕业，其中一篇获湖南省优秀博士学

位论文。

（八）积极研发与引进高端科研设备，全面提升科研实力。

2024 年，学位点新增高端科研设备共 15 多套，新增科研设

备投入合计 2200 万元。主要研发了真三轴不等向应力卸荷扰动

试验系统、三轴同步加载多场耦合渗流分析与成像系统、岩石剪

切-流变-渗流实时动态破坏监测试验系统等高端科研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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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通过多种形式宣讲矿业工程研究生招生政策，生源质

量稳步提升，研究生培养国际化水平得以加强。

2024 年召开了研究招生直播宣讲会和“2024 年大学生学术

夏令营”活动，2024 年矿业工程硕士研究生第一志愿录取率远

高于往年。2024 年，完成了矿业工程学科博士研究生的招生复

试工作共录取 15 名博士研究生。研究生培养国际化程度得到加

强，2021 级博士研究生刘茂琪于 2024 年通过国家留学基金委资

助去德国亥姆霍兹波茨坦中心联合培养攻读博士学位。

三、学位授权点建设存在的问题

1.研究生的生源质量还不高。优质生源比例与报录比偏低，

生源结构需要优化。

2.师资队伍中国家级有影响力的人才偏少。师资队伍和团队

建设有待进一步加强。

3.研究生高水平研究成果偏少。国际化程度偏低，研究生在

矿业工程顶极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偏少。

4.学科特色有待进一步提高。面向行业和区域重大需求和科

技前沿，学科方向与特色有待进一步优化与凝练。

四、下一年度建设计划

针对学位点建设存在的问题，本学位点将进一步提升学科特

色，围绕国家“双一流”建设方针，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力争在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等国家级重大项目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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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矿山等前沿研究领域，对学科方向进行优化与凝练。积极引

进和培养国家级人才，加强学位点的师资队伍建设。将矿业工程

最新的研究成果融入学科知识体系，探索与企业联动的研究生创

新培养模式。鼓励研究生积极申报国家留学基金创新型人才国际

合作培养项目，提高研究生培养的国际化水平。

下一年度建设改进计划包括发展目标和保障措施如下：

（一）改进计划

针对上述存在的问题，本学位点采取如下改进：

（1）优化生源质量与结构：多元渠道宣传优势学科，吸引

优质生源，提升报录比与优质比例。构建多元选拔体系，重视科

研创新能力考察。按需调整招生计划，促进学科交叉，吸引不同

背景学生。

（2）加强师资队伍、团队、学科特色建设：出台优惠政策，

吸引国家级人才，进一步优化与凝练学科方向。

（3）提升研究生科研水平和国际化程度：导师加强个性化

科研指导，组建科研小组，激发创新思维。鼓励参与学术活动与

竞赛。采用多种方式加强师生的国际化交流，通过承办国际会议

搭建研究生教育国际化学术交流平台。

（二）保障措施

继续强化“校、院和学位点”三级管理模式。学院学位评定

分委员会主席是本院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管理的第一责任人，同时

确定 1 名分管院领导管理日常培养工作，1 名学院副书记负责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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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生思想政治教育与管理工作，学院成立研究生培养办公室，配

备了研究生教学秘书和研究生辅导员。学院指定矿业工程学位点

1 名学科带头人为负责人，同时，学位点成立研究生培养指导委

员会，负责硕士生和博士生招生、培养、答辩等各环节，设主任

委员 1 名，组织培养方案、课程大纲、学位标准等教学文件的制

订与审核，组织和严格把关研究生开题、中期检查、预答辩和答

辩等工作。

矿业工程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

2025 年 2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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